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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

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翻阅一份份红色文献，仿佛走进文献

中所记载的那段历史，硝烟中充满无限激

情，奋进中蕴含巨大力量。

红色文献主要指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

海内外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译本和宣传

马列主义的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

期传播史料，我党、我军以及各革命团体和

进步团体编印、出版的文献资料，根据地和

解放区的相关文献资料，与中国革命有关的

共产国际文献资料，以及其他与中国共产

党、中国革命有关的文献资料。

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对于红色文献

的征集工作始于 1938 年，是国内最早开展

红色文献专藏建设与保护的单位。从馆藏

28.5 万册革命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中，精

选珍稀红色文献 1.3 万余种 2 万余册件，构

成红色文献特藏。其中就包括中国第一部

《共产党宣言》 全译本、现存 《中国共产党

章程》 的最早单行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手稿等珍稀特藏。

当第一次“触摸”这些珍贵的红色文

献时，我忍不住心潮涌动。久久凝望，浮

现于眼前的，是一幕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对于真理、对于中国道路等艰苦卓绝探索

的场景，给予我无穷的力量。

而 在 与 图 书 馆 界 同 行 的 交 流 探 讨 中 ，

我 看 到 了 更 多 各 具 特 色 的 珍 贵 红 色 文 献

——

在山西省兴县关向应图书馆，收藏有

晋绥边区出版物 9000 多册；

在韶山毛泽东图书馆，收藏有 1949 年

前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1800 多册；

在湖北麻城市档案馆，藏有红军流调

人员档案 1800 余份，以及陈再道、周希汉

等 10 余位开国将领的红色档案和文物；

……

自 2012 年始，国家图书馆开展“革命

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各有关方

面在红色文献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

括红色文献征集、整理出版、存藏条件改

善、数据库建设、保护人才培养等。

我有幸参与其中。

人 无 精 神 则 不 立 ， 国 无 精 神 则 不 强 。

如何让这些红色文献“活”起来，让更多

人 看 到 这 些 红 色 文 献 ， 从 中 探 明 信 仰 之

源、真理之光，从中赓续红色血脉、补足

精神之钙，我始终思考与探索。

围 绕 重 大 历 史 题 材 和 国 家 重 要 纪 念

日 ，“ 历 史 的 审 判 —— 馆 藏 东 京 审 判 图 片

展”“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

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钢铁长城——纪

念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建 军 90 周 年 馆 藏 文 献

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

暨 抗 战 文 献 整 理 成 果 发 布 会 ” 等 先 后 举

办。特别是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在征集文献基础上，我们组织

建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向党的百年

华诞献礼。

展陈的大量珍贵红色史料，为“学史

明 理 、 学 史 增 信 、 学 史 崇 德 、 学 史 力 行 ”

提供史实本源，也让我们徜徉其中，从中

探寻红色记忆，并汲取前行力量。

为推动红色文献征集和保护工作，我

多 次 走 访 各 级 图 书 馆 ， 并 深 入 革 命 老 区 ，

与相关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在国家社科基

金支持下开展课题研究，对这几年来红色

文献征集和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

突出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我的履职工作，都与这些息息相关。

针对全国范围内的文献普查缺乏顶层

设计、没有全面展开，我建议开展红色文

献专项调查。探索建立健全红色文献认定

和定级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红色文献

专项调查，建成全国红色文献数据共享平

台和专题数据库。编纂出版 《红色文献总

目》《珍贵红色文献名录》 等各类总目、专

目、图录、名录，公布文献调查成果，形

成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出版成果。对

红色文献进行分级管理，对于其中历史意

义、教育意义、纪念意义较为突出的，认定

为不同级别的革命文物，加大保护和管理力

度，对偏远地区有重要红色文献的存藏机构

开展援助行动。

针 对 文 献 损 坏 速 度 越 来 越 快 、 抢 救 保

护 迫 在 眉 睫 的 问 题 ， 我 呼 吁 开 展 红 色 文 献

保 护 修 复 工 程 。 探 索 建 立 健 全 红 色 文 献 分

类 分 级 保 护 标 准 、 修 复 标 准 、 库 房 标 准 、

装 具 标 准 等 相 关 标 准 ， 逐 步 形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红 色 文 献 保 护 标 准 体 系 。 实 施 珍 贵 红 色

文 献 抢 救 修 复 工 程 和 红 色 文 献 脱 酸 工 程 ，

解 决 红 色 文 献 普 遍 存 在 的 纸 张 酸 化 焦 脆 等

问 题 。 实 施 红 色 善 本 再 造 工 程 ， 遴 选 部 分

珍 贵 红 色 文 献 版 本 ， 制 作 高 仿 影 印 本 ， 化

身千百，活化利用。

……

红色文献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保

护、传承、创新与坚守中，让更多人从中汲

取力量，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使命。

红色，这一抹最亮丽的颜色……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民国

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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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静马静

林栋在点赞洪波兄 《少年运河》 时，说

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运河对许多北京人

来说，更像是个谜。我明白这话所指的真切

含义。

对通惠河向北又向西的明清大运河的城

北旧迹，别说是老北京了，就是外来的游

客，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禄米仓、仓夹

道、什刹海乃至东西坝河、白浮泉等一连串

的古运河景点，可以娓娓道来。但要说起北

京 东 南 城 的 古 运 河 ， 多 少 还 是 有 些 一 头

雾水。

对老年间事体有点了解的，会提到广渠

门护城河边有过的运河老码头，也会说到清

朝末年皇家林园不开放，许多士人将这里当

作休闲玩赏的好去处，因为这条护城河的河

水连着通惠河，也就在广渠门外出现了大运

河的第二个大的泊点。东护城河四围的运河

市场到处弥漫着烟火气，在一段时间里，热

闹的程度并不亚于天津海河边的三岔口。更

了解情况的，也会讲到辽代出现的萧太后

河，那可是比元代的坝河修建要早 280 年，

比郭守敬的通惠河也早上 300 年的北京最古

老的辽运河呀。

然而，要问萧太后河现在的河道在哪

里，多半也会像 《漫话大运河》 电视专题片

中说的一样，指在朝阳区和通州区，终点就

是张家湾古城南门跟前儿的那座很有气派的

汉白玉石桥。整治这条河流，使之成为那时

为辽南京和燕京运送粮草的运河，其实是在

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继位六年后即统和六年

开始的。辽统和二十一年，萧太后死于燕京

行宫，为了追念母亲，辽圣宗便以太后河名

之，民间则称之为萧太后河。但这也让人不

由产生了疑问，辽代燕京城池在原宣武区一

带，那时的朝阳区可是一片旷野，修这么一

条运河是为了什么？许多研究者也指出，萧

太后河的上源在丰台区的前后泥洼或者老虎

洞，怎么就能隔空飞水，流到朝阳和通州

去呢？

谜底也许就在南二环和东二环的护城河

里。在近 20 年前，我曾在城南白纸坊东街

经济日报社里供职，其时宣武南街正在南

延，工余闲暇常到附近的南二环护城河边去

遛弯。无意间从一则考古资料里得知，这段

护城河居然与萧太后河挂上了钩。在辽代，

漕船进入燕京城要有明确的孔道，那早已湮

没的古码头，大约就在经济日报社的东南角

护城河边。作为业余兴趣，我也考察了一

下，北京城南护城河的出现，应是在明成祖

永乐十八年北京扩建南城之后，元代的南城

墙在今长安街一线，犯不着在这里再兴河

工。很多迹象都表明，南护城河似乎就是萧

太后河的变身。也就是说，在明朝定都北京

之前，萧太后河是作为辽南京和金中都的独

立运河存在着。

从此以后，我对萧太后河更多关注起

来，包括对隔着南护城河一线的陶然亭湿地

和更东边的龙潭湖，甚至对更远一些的十里

河产生了兴趣。北京城南的地理走势其实很

直观，随便登上哪一块高地环视，西北高而

东南低。比如较远一些的十里河建材市场，

也是一块明显的洼地，现在没有水，只有纵

横交错的立交桥。但此地既然叫作河，在历

史上总归是有过河道的。敢情它也曾是萧太

后河的古河道吗？但十里河的“十里”又是

从哪儿算起的呢？我猜测，经济日报社东边

陶然亭、龙潭湖的形成，一开始或与明代筑

墙取土有关，但它们与萧太后河的故道都在

一条线上。在明代，因水势而利导，随着南

城的营建，开建了东南护城河，让萧太后河

在今东城图书馆所在的角楼下转了个直角

弯，这角楼也就成为萧太后河变身为护城河

的最显眼的一个地标。

我家住在东北二环附近，上下班经常走

走二环，因此对东护城河与南护城河宽深的

河渠和渠两岸的树木记忆尤深。尤其是角楼

下那坡花树，长得最茂密最旺盛，花开最早

也最红，恰是不似公园的一个公园。每逢行

到这里，不由得要多看几眼。这里的花草树

木长势就是不一般，一是向阳花木先得春，

二是地下水比较充沛，这一切也进一步立定

了我关于萧太后河流变为东南护城河的那些

推测。

我也抽空到朝阳区的小武基和垡头镇，去

寻看后来的萧太后河的河道。不用说，那时的

萧太后河黄一块青一块的，分明就是一条较大

的排污沟。当地人对我说，因为这里的河床离

通惠河不远，1958 年时通县治理通惠河的水

患，曾将本来无头有尾的萧太后河又截为两

段，这就使人更无法可想了。但也有让人兴奋

的事，那就是前 10 年里兴建了多座万吨污水

处理厂，经过几年的努力，萧太后河的水开始

还清了。

萧太后河流向的历史变化，可以说是明清

之后北京城建扩展的正常结果，倒也不一定为

它后来神龙见尾不见首而感伤。但作为北京历

史上存在过的最早运河，也不能不去寻找一下

它的来龙去脉，寻找东护城河为什么会成为北

京运河的另一个重要地段。

萧太后河的终端在大运河通枢张家湾，但

北运河码头群遗存遗址分布在张家湾古城北一

线，萧太后运河则在张家湾古城南，从这里开

始，萧太后运河和后来的北运河碰面了。在辽

代，漕船从这里进出潮白河水系，经过香河的

大小龙湾北去或者辗转南行，承担着运河的一

应功能。它的标志就是上文提到的古城南门修

建的那座十分醒目的汉白玉石桥。

说到城南的运河，有些夜不能寐。今年春

天，一大早就打车，循着东二环路打了个来回。

沿二环路边已是鹅黄嫩绿，一片生机，玉兰花在

怒放，海棠花也怒出了花芽。明城墙角立交桥下

留有一潭幽深的碧水，正与随风浮动的柳丝细

语。而广渠门一路向南的护城河两岸的公园里，

晨练的人影在晃动。哦，护城河角楼到了，楼下

那坡花树又进入了视野，左安门下的树全开花

了，还是开得那样早，开得那样红。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

报》原总编辑）

城南运河小记
冯并

毫无疑问，阅读是纯

粹的个人行为，是人类这

一物种专属和独有的精神

活动。因此我对阅读的个

人定义是这样一首小诗：

书本是文字的房屋，

文字住在每一本书中，

开心地接待每一双来

访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伙伴，

文字生出欢乐、阳光

和智慧，

眼睛用阅读喂养心灵。

书本、文字、眼睛 、

心灵，

像四只嗡嗡的蜜蜂，

为你的人生酿造着甜

蜜、深邃、开阔，

还有每一个小孩子最

得意的——聪明。

我对阅读的个人定义

——酿造聪明。

从 17 岁到 27 岁的 10

年时间，我在云南宜良的

大荒田军营度过，是云南

军营给了我地下阅读的欣

喜、疯狂阅读的快乐、饥

饿阅读的欲望。

17 岁 时 ， 我 以 一 个

北京中学生的身份来到陆

军 14 军 40 师炮团，由于

普通话的语言便利，我成

为 炮 团 的 播 音 员 和 放 映

员，也顺便成为一批封存

书籍的管理员。近水楼台

先得月，从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读起，直到马

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屠格涅夫、普希金、高尔

基 、 左 拉 、 莫 泊 桑 、 歌 德 ， 甚 至 包 括 《先 秦 文 学

史》，中国当代诗人从公刘、贺敬之、郭小川到闻

捷、张志民、李瑛、梁上泉、严阵、雁翼、白桦等。

我 先 看 小 说 后 看 诗 的 程 序 设 计 ， 是 因 为 18 岁

时灵感袭来，写了一首 《号兵之歌》，然后冒冒失

失 投 稿 到 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居 然 发 表 出 来 ， 收 在

了 一 本 名 为 《云 岭 山 茶 朵 朵 开》 的 工 农 兵 诗 集

里 。 看 到 自 己 的 作 品 变 成 铅 字 ， 我 感 觉 十 分 奇

特 ， 从 此 开 始 对 诗 歌 如 饥 似 渴 地 阅 读 。 其 中 公 刘

的 《在 北 方》、 白 桦 的 《鹰 群》、 闻 捷 的 三 部 曲 叙

事 长 诗 《复 仇 的 火 焰》、 贺 敬 之 的 《放 歌 集》， 一

读 再 读 。 张 志 民 的 《西 行 剪 影》， 甚 至 手 抄 了 一

本 。 就 这 样 地 下 阅 读 拓 展 了 我 的 眼 界 ， 疯 狂 阅 读

打造了我的阅读速度。

而饥饿阅读 （常常是在蚊帐里打着手电头埋在

被 窝 里 的 阅 读）， 使 我 格 外 珍 惜 手 头 的 每 一 本 书 。

我 记 得 自 己 有 一 本 《巴 乌 斯 托 夫 斯 基 选 集》 的 下

册，由于喜爱，居然在每篇文章下面写满了阅读心

得 。 其 中 的 名 篇 《夜 行 的 驿 车》《金 蔷 薇》《盲 厨

师》 等，引导我走向儿童文学创作。我多年后写过

一篇名为 《半部大师》 的评论文章，向巴乌斯托夫

斯基老先生表达了我深深的敬意。只是，巴老先生

笔下写的敖德萨风光明媚且诱人的城市，如今正处

于战火纷飞下，不由得一声叹息。

10 年军旅，10 年阅读与写作的练习，才造就了

我的今天。我把自己这段阅读体验披露出来，为的

是证明一个朋友的话：人生面临三种风景，一种是

自然风景，所以要行万里路；一种是社会风景，所

以要面对人生百态；最后一种是精神风景，那便是

书 籍 和 阅 读 。 读 万 卷 书 是 获 取 精 神 风 景 的 唯 一 途

径，更重要的一点是，也许正是由于对三种风景应

对自如，逐一实现，最后你也成为一个制造精神风

景的人，那就是作家。

我借助云南宜良大荒田军营的藏书，也借助对阅

读的热爱，还有诗歌这一文学最古老的体裁的魔力，

才成为一个为孩子写作 （制造精神风景） 的人。感谢

哺育我青春岁月的一本又一本了不起的经典著作，这

些“人类进步的阶梯”。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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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这段阅读体验披露出来，

为的是证明一个朋友的话：人生面临三

种风景，一种是自然风景，所以要行万

里路；一种是社会风景，所以要面对人

生百态；最后一种是精神风景，那便是

书籍和阅读。读万卷书是获取精神风景

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一点是，也许正

是由于对三种风景应对自如，逐一实

现，最后你也成为一个制造精神风景的

人，那就是作家。

当 第 一 次 “ 触 摸 ” 这 些

珍 贵 的 红 色 文 献 时 ， 我 忍 不

住 心 潮 涌 动 。 久 久 凝 望 ， 浮

现 于 眼 前 的 ， 是 一 幕 幕 早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对 于 真 理 、 对

于 中 国 道 路 等 艰 苦 卓 绝 探 索

的场景，给予我无穷的力量。

人 无 精 神 则 不 立 ， 国 无

精 神 则 不 强 。 如 何 让 这 些 红

色 文 献 “ 活 ” 起 来 ， 让 更 多

人 看 到 这 些 红 色 文 献 ， 从 中

探 明 信 仰 之 源 、 真 理 之 光 ，

从 中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 补 足 精

神之钙，我始终思考与探索。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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